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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方法和协商进程 

1. 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刚果共和国政府的主要行动方向。在这一领域，国家政策

的基础是尊重 1945 年 6 月 26 日《联合国宪章》、1948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权

宣言》、1981 年 6 月 26 日《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1991 年 5 月 29 日《民

族团结宪章》及《权利和自由宪章》所载的普遍价值观和原则，以及所有经正式

批准的国家和国际人权文书。 

2. 在这方面，2015 年 10 月 25 日刚果《宪法》序言肯定了尊重和平与社会融合

的价值观。序言表示，需要“在平等、博爱、分享和团结的基础上建立共和国，

尊重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确保共和国内每一个人的发展”。 

3.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刚果共和国努力落实在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接受的

建议。在 2018 年 11 月 14 日进行审议时，刚果共和国收到了 194 项建议。其中

接受了 188 项，注意到 6 项。 

4. 本报告是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COVID-19 疫情)卫生危机后的背景下编写

的，报告了在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所接受建议的落实情况，并介绍了在此方

面取得的进展和采取的措施。报告还指出了刚果共和国人权领域的重大变化。 

5. 本报告是一项参与性和包容性国家进程的成果。报告是在 2020 年开始的协

商基础上编写的。这一程序包括向相关机构和行政部门、议会和人权非政府组织

分发建议落实情况的总览表1 和建议专题分类，2 以方便理解。 

6. 为了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在这一进程中做出有效贡献，负责监督与国际和区

域促进和保护人权机制合作的部际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 

7. 与所有国家行为体举行了一次论证研讨会。民间社会自该进程开始以来就参

与其中，为编写本报告做出了贡献。本报告最终由政府首脑(总理)担任主席的内

阁委员会通过。 

 二. 规范和体制框架 

 A. 规范框架 

 1. 国际人权法律文书 

8. 自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以来，刚果共和国批准并加入了此前未加入的下列法

律文书：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2008 年 1 月 22 日；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

定书》，2016 年 4 月 25 日； 

• 《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2014 年 2 月 14 日； 

• 1954 年《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2020 年 8 月 5 日； 

• 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2020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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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意议定

书》，2020 年 10 月 13 日； 

•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每周休息、就业政策、残疾、老年和遗属津贴、医

疗和疾病津贴、确定最低工资办法、工人代表、带酬脱产学习的各项

公约，2022 年 12 月 30 日； 

•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条款、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人力资源开

发、夜间工作、旅馆和餐馆工作条件、在雇主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保

护工人债权、农业中的安全与卫生的各项公约，2022 年 5 月 4 日。 

9. 刚果共和国已启动批准其他公约的进程，包括： 

•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 国际劳工组织《家庭工人公约》； 

• 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 《打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区域多边合作协定》。 

 2. 国家立法 

10. 在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之后，刚果共和国继续在《加强法治和结社行动计

划》的框架下，开展修订常用法律的工作。3 

11. 刚果共和国通过了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 10-2022 号法，即《刚果共和国监狱

法》。该法符合监狱环境方面的国际标准，大大改善了拘留场所的人权状况。 

12. 还通过了其他立法，包括： 

• 2022 年 5 月 4 日关于刚果共和国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19-2022 号

法，即《穆埃巴拉法》； 

•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关于公私伙伴关系合同的第 88-2022 号法； 

•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关于刚果共和国保理业务规范的第 54-2021 号法； 

•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关于刚果共和国融资租赁活动规范的第 55-2021 号

法； 

• 2021 年 9 月 29 日关于庇护权和难民地位的第 41-2021 号法； 

• 2020 年 6 月 5 日关于打击网络犯罪的第 27-2020 号法； 

• 2019 年 2 月 7 日关于设立反腐败高级管理局的第 3-2019 号法； 

• 2019 年 2 月 7 日关于当选或被任命担任高级公职的公民申报财产的义务

的第 4-2019 号法； 

• 2019 年 3 月 5 日第 6-2019 号法，即《城市化和建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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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24 日关于国家公共财政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委员会的设

立、职责、组成和运作的第 18-2019 号法； 

• 2019 年 6 月 5 日关于网络犯罪的第 26-2019 号法； 

• 2019 年 6 月 17 日关于打击人口贩运的第 22-2019 号法； 

• 2019 年 10 月 10 日关于保护个人数据的第 29-2019 号法。 

13. 刚果共和国 2015 年 10 月 25 日《宪法》第 27 条规定：“国家在法律规定的

条件下承认并保障结社、集会、游行和示威的自由”。 

14. 以下立法完善了这一法律框架： 

• 2001 年 11 月 12 日关于通信自由的第 8-2001 号法； 

• 2001 年 12 月 31 日关于视听领域多元化的第 15-2001 号法； 

• 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27-2022 号组织法修订了 2003 年 1 月 18 日第 4-

2003 号组织法的某些规定，后者确定了通信自由高级理事会的任务、

结构、组成和运作。 

15. 刚果共和国采取措施，确保能够行使结社、和平集会和表达自由。 

 B. 体制框架 

16. 为了建立一个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监测机构，2015 年 10 月 25 日《宪法》

设立了全国人权委员会。 

17. 《宪法》赋予该委员会宪法机构的地位，从而根据《巴黎原则》保障其独立

性和自主性。 

18. 2018 年 8 月 7 日第 30-2018 号法规定了全国人权委员会的职责、结构和运

作。该法赋予全国人权委员会三项新的权力：依职权主动启动调查、受理其他机

构提出的申诉和制止侵犯人权行为的权力。 

19. 国家为全国人权委员会划拨年度预算，预算每年变动。目前的预算为 16 亿

非洲法郎。 

20. 为了进一步加强其职责和独立性，刚果共和国计划继续对全国人权委员会进

行改革。 

21. 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国家体系还包括其他职能机构： 

• 反腐败高级管理局，负责防止和打击腐败、贪污、欺诈及类似犯罪； 

• 国家公共财政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委员会，其职责包括收集和传播公

共财政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的最佳做法； 

• 通信自由高级理事会，其职责包括保障公民自由获取信息和通信； 

• 全国对话理事会，是国家主要力量之间就有关国家利益的重大政治问

题进行协商、调节和寻求共识的机构； 

• 智者与传统领导者咨询理事会，负责就国家的民主、文化和社会治理

发表意见，并向政府提出有助于实现各方团结的政治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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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咨询理事会，负责就妇女地位问题发表意见，并向政府提出建

议，促进妇女融入发展； 

• 残疾人咨询理事会，负责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残疾人提供更好

的照顾； 

• 青年咨询理事会，负责就在代际管理框架下青年的充分发展问题提供

咨询意见； 

• 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咨询理事会，负责就与公民参与国家生活相关

的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以促进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共和国的价值观； 

• 刚果儿童议会，这是一个民主表达的论坛，一个公民教育的空间，也

是儿童参与影响到他们的问题的决策进程的一种手段； 

• 国家监察部，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监察政策，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打

击公共行政中的不良价值观； 

• 恢复性司法及预防和处理少年犯罪高级专员公署，负责公民和道德教

育。 

22. 为了加强政府与人权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交流和协商，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设立了一个交流与对话框架。该交流与对话框架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举行了

第一届会议。 

23. 几年来，上述国家机构和民间社会一直在各自的领域参与提高认识方案。 

 C. 与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的合作 

24. 刚果共和国与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25. 在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欧洲联盟和其他伙伴的支持下，刚果共和国在人权领

域开展了若干活动，包括： 

• 2018 年，作为冲突后干预措施的一部分，与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

处(中部非洲区域办)、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合作，在普尔省对民间社会和执法部门进行了人权

保护培训； 

• 2019 年实施了善治支持方案； 

• 与联合国中部非洲次区域人权与民主中心合作，在全国人权委员会内

部建立了一个监测 2020 年普遍定期审议建议落实情况的虚拟平台； 

• 2021 年，为国家行为体举办了关于落实普遍定期审议建议的培训讲习

班； 

• 2021 年，制定和批准了《国家改革战略计划》； 

• 2021 年，在布拉柴维尔对执法人员进行了培训，内容是在政府采取措

施防止疫情传播的背景下保护人权； 

• 2021 年，制定并实施了一项促进人权和公平诉诸司法的国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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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为民间社会成员举办了关于联合国系统改革、2030 年议程和

人权的简介会。 

26. 2021 年，在联合国中部非洲次区域人权与民主中心的技术和财政支持下，

刚果共和国公共行政人员和民间社会行为体接受了关于利用国际和区域人权保护

机制的培训。 

27. 刚果共和国对人权理事会的申诉程序做出了回应，在此之前，人权理事会申

诉程序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收到了关于 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全民公投期间刚果

共和国侵犯人权的指控。在对该申诉进行审查后，情况工作组驳回了申诉。 

28. 刚果共和国与联合国各机构和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合作。 

29.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维多利亚·陶利－科尔普斯女士于 2019 年

对刚果共和国进行了访问，调查土著人民的状况。 

30. 刚果共和国致力于落实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建议，以改善土著人民的生活质

量。 

31. 2021 年，刚果共和国参与了联合国大会 2020 年第七十五届会议通过的第

75/168 号决议的执行工作。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文件已经完成编写，并提交联

合国。 

32. 刚果共和国于 2019 年 12 月向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了第五次和第六次报告，

于 2023 年 6 月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了第八次报告。 

33. 刚果共和国通过公开征集候选人或发送意向书的方式，为联合国条约机构的

选举遴选本国候选人。因此，候选人的征集符合根据能力进行遴选的要求。 

34. 刚果共和国制定了国家警察现代化方案。2022 年 5 月 19 日，刚果共和国与

欧盟签署了一项协议，为该方案提供资金。 

35. 该协议特别有助于实施“警察+方案”，该方案的目的是通过支持国家警察

的专业化与建立试点警察局，防止一切形式的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 

36. 在 2000 年 6 月 23 日《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成员为一方与欧洲共

同体及其成员国为另一方之间的伙伴关系协定》，即《科托努协定》的框架内，

刚果共和国、欧盟和欧盟成员国的大使建立了一个名为“司法与人权部门对话”

的交流框架。该部门对话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2019 年 5 月 7 日、2021 年 7 月 8

日、2022 年 6 月 23 日和 2023 年 6 月 21 日按期举行了会议。 

37. 2022 年 9 月 7 日，刚果共和国与法国驻刚果大使馆和法国技术合作局签署了

一份谅解议定书，以实施名为“创新项目团结基金－司法”(FSPI-JUSTICE)的

“加强刚果刑事司法系统和诉诸法律”项目。 

38. 该项目的目标是对刑事司法系统行为体进行能力建设。布拉柴维尔大审法院

的 28 名副检察官、4 名轻罪法庭庭长、布拉柴维尔大审法院院长、8 名书记员和

5 名狱警接受了相关培训。培训主题涉及判决的执行、移交裁判法院以及轻罪法

庭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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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自 2018 年以来，刚果共和国与美国大使馆合作，培训了 68 名法官和其他公

共行政官员，特别是在打击腐败、贩运和剥削人口、非法伐木、非法采矿和边境

野生动物检查等领域。民间社会行为体也从这些培训中受益。 

40. 刚果共和国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对 147 名法官、20 名宪

兵、10名海关官员和 2 名国际刑警组织警察进行了野生动物和跨境犯罪方面的能

力建设。另有 20 名法官接受了海事安全培训。 

41. 在区域一级，刚果共和国与非洲人权机制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42. 在这方面，刚果共和国于 2020 年 6 月提交了关于“非洲妇女十年”的定期

报告，于 2020 年 11 月提交了关于《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执行情况的第

二、第三和第四次报告。2023 年 5 月 31 日，刚果共和国提交了关于涉及非洲妇

女权利的《马普托议定书》执行情况的报告。 

 三. 促进和保护人权 

 A. 尊重性别公平、性别平等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43. 刚果共和国定期采取具体措施，以促进解决性别问题，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

歧视，将对配偶的暴行以及一切形式的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定为犯

罪。 

44. 为此，刚果共和国通过了以下法律： 

• 2010 年 6 月 14 日关于刚果共和国儿童保护的第 4-2010 号法； 

• 2014 年 2 月 14 日第 3-2014 号法，授权批准《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

合作公约》； 

• 2019 年 6 月 17 日关于打击人口贩运的第 22-2019 号法； 

•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 10-2022 号法，即《刚果共和国监狱法》； 

• 2022 年 5 月 4 日关于刚果共和国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19-2022 号

法，即《穆埃巴拉法》，以及实施条例； 

• 2023 年 2 月 21 日关于设立穆埃巴拉中心收容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

童并帮助其康复的第 1-2023 号法； 

• 2022 年 12 月 30 日第 2022-1949 号法令，批准了刚果共和国执行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 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 

45. 关于性别均等的法律草案即将获得通过。 

46. 总体而言，刚果共和国开展了多项促进和保护妇女权利的活动，例如： 

• 通过了《打击性别暴力国家战略》(2021-2025 年)； 

• 对执法人员(警察和宪兵)和法官进行了关于救助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

女童的能力建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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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对布拉柴维尔、黑角、多利西、奥旺多和韦索上诉法院

的女法官进行了关于对配偶的暴行方面的培训； 

• 就《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对法官和刑事调查官进行了能力

建设； 

• 2022 年 12 月 1 日和 2 日，就关于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穆埃巴拉

法》对黑角和多利西上诉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进行

了培训； 

• 2023 年 2 月和 6 月，对 160 名刑事司法系统行为者和社会工作者进行了

关于救助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的培训； 

• 对负责接待和救助受害者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关于行使妇女和女童权利

的培训。2019-2022 年期间，在人口基金、儿基会、国际服务志愿者协

会基金会和天主教救济会的支持下，平均每年有 100 人接受培训； 

• 为国家警察制定性别暴力行为管理、预防和应对框架的行动准则； 

• 为国家警察制定关于处理性别暴力行为的培训指南； 

• 制定国家警察道德守则； 

• 制定第三代国家性别政策。 

47. 2019 年至 2022 年，刚果共和国在人口基金、国际服务志愿者协会基金会、5 

布拉柴维尔国家行政和法官学院/波尔多国家法官学院、6 法国开发署、7 儿基会8 

和天主教救济会9 的支持下，通过招聘和培训法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工作人

员，致力于加强暴力受害者综合救助单位的能力。 

48. 在实施《2022-2026 年国家发展计划》的框架下，为妇女开展了对农业和果

蔬种植团体、美发沙龙及缝纫工作室的支持活动。10 

49. 开展的行动包括发放缝纫、美发和农产品加工设备。例如，1,730 名妇女获

得了果蔬种植和餐饮设备工具包，207名妇女获得了 19个活动领域的专业设备，11 

623 名妇女在创收活动、旅馆业、裁剪和缝纫、创业领导力方面得到了支助，12 

120 名妇女参加了木薯食品加工技术培训。13 

50. 2023 年 4 月 29 日，刚果共和国在奎卢省马丁戈－卡耶斯成立了妇女储蓄和

互助信贷银行。该银行目前有 308 名成员。 

51. 刚果共和国开展了提高妇女认识的活动，鼓励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通过

这些活动，培训了 1,036 名妇女候选人参加各类选举(议会、参议院和地方选

举)。 

52. 刚果共和国妇女在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比例为：在政府中为 22%，在参议院中

为 30.55%，14 在国民议会中为 16.55%，在宪法法院中为 33.3%，在最高法院中

为 25%，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理事会中为 52%，在全国人权委员会中为 40%，在

残疾人咨询理事会中为 25%，在省议会中为 19.44%，在市议会中为 20.85%。 

53. 自2023年3月27日最高司法委员会上一次会议以来，女法官的比例从27.7%

增至 47%。 

54. 对公务员人数的最新调查显示，妇女约占公务员总人数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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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两名妇女担任宪法机构(经济、社会和环境理事会与妇女咨询理事会)的主

席。 

56. 一名妇女担任黑角市市长，该市是刚果的经济中心和第二大城市。 

57. 在上一届最高司法委员会会议上，一名妇女被任命为布拉柴维尔(刚果共和

国首都)上诉法院总检察长。 

58. 刚果共和国共有 12 名省长，其中有两名女性。 

59. 刚果共和国坚定地致力于实施多层次战略，以加强妇女的科学和管理能力，

促进妇女和女童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就。这一举措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政

策》制定的战略方向，特别是关于加强提供公共应用科技知识的战略方向。这有

助于使妇女和女童意识到投身于科学教育和职业的必要性。从长远来看，这一总

体目标将影响当前的统计数据，有助于采取基于性别的办法。 

60. 为此，采取了以下举措： 

• 确认了刚果 65 名女科学家的身份； 

• 每年 2 月 11 日庆祝“妇女和女童参与科学国际日”； 

• 设立发展中国家妇女科学家组织在刚果的分部，这是教科文组织的一

个附属机构； 

• 女科学家参加在美国举办的国际培训方案； 

• 女科学家参与提高认识和推广科学职业的活动，使女高中生受益。

2023年，女科学家在黑角、卢迪马、布拉柴维尔、奥约和韦索对 500名

女童进行了培训和宣传。 

 B.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61. 为了持续改善儿童的状况，除其他外，刚果共和国批准了以下国际法律文

书： 

• 国际劳工组织《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2002 年 8 月 23 日； 

• 《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

1977 年 8 月 25 日； 

•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2013 年 11 月 13 日； 

• 《禁止贩卖人口及意图营利使人卖淫公约》，1977 年 8 月 25 日；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2 年 7 月 26 日；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

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2012 年 3 月 12 日；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2010 年 9

月 24 日；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

议定书》，2009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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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在国家层面，2010 年 6 月 14 日关于刚果共和国儿童保护的第 04-2010 号法

确保不加歧视地保护所有儿童的权利。该法第 53 条规定，“禁止使用体罚来管

教或纠正儿童”。 

63. 同样，2015 年 10 月 25 日《宪法》第 39 条规定：“所有儿童一律有权享受

家庭、社会及国家为其身分给予之必需保护措施”。 

64. 2015 年 12 月 10 日，刚果共和国通过了《加强国家儿童保护体系战略框

架》。该框架规定建立一个儿童权利协调和监测机制，将中央、省和社区各级的

所有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 

65. 为了加强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现行政策，刚果共和国于 2016 年签署了联

合国 2030 年议程。 

66. 自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以来，刚果共和国通过了两项国家发展计划，分别为

2018-2022 年和 2022-2026 年国家发展计划。2022-2026 年国家发展计划符合可持

续发展目标，是落实所有与儿童有关的国家政策和战略的框架。 

67. 此外，2023 年 6 月 28 日修订的国家社会行动政策有助于加强刚果共和国的

国家儿童保护体系。 

68. 刚果共和国在难民署15 的技术和财政支助下，通过以下措施，采取行动保

护和援助难民儿童和寻求庇护的儿童： 

• 为入学提供便利； 

• 建造校舍，为教室配备桌椅，提供教科书，向 7,000 多名学生发放学习

用具； 

• 设立社区民事登记中心，培训民事登记员； 

• 在利夸拉省、普尔省、高原省、黑角省、布拉柴维尔省和尼阿里省举

办了七期关于出生登记制度和防止无国籍状态的宣传讲习班。 

69. 刚果共和国设立了“欧布维尔失学青少年重返社会公民教育和援助周期项

目”，16 旨在通过普通教育、公民教育和就业培训，打击少年犯罪，如所谓的

“黑娃”现象。 

 C. 促进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1. 难民 

70. 在刚果共和国，庇护权受到 2015 年 10 月 25 日《宪法》、2017 年 8 月 7 日

第 29-2017 号法的保障，该法修订并补充了 1996 年 6 月 6 日关于外国人在刚果共

和国入境、居留和出境条件的第 23-96 号法的若干规定，2021 年 9 月 29 日关于

庇护权和难民地位的第 41-2021 号法也保障庇护权。 

71. 刚果共和国有一个确保难民保护和援助政策得到实施的体制框架。这一体制

框架包括国家难民援助委员会、难民地位资格委员会和难民身份上诉委员会。 

72. 刚果共和国在难民署的支持下，采取了保护和援助难民的行动。例如，在对

卢旺达难民实行终止条款方面，刚果共和国于 2019 年在全国范围内对豁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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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评估。总共有 842 名卢旺达难民得到豁免。另有 10 名未得到豁免的难民

获得了居留许可，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了便利。 

 2. 残疾人 

73. 2014 年，刚果共和国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74. 2015 年 10 月 25 日《宪法》第 234 条设立了残疾人咨询理事会。 

75. 2015 年 10 月 25 日《宪法》第 31 条规定，“老年人和残疾人出于自身发展

的需要，有权根据其身体、精神或其他需求依法获得保护。国家有义务提高残疾

人在国家和地方机构及行政部门中的代表性”。 

76. 1992 年 4 月 22 日关于残疾人地位、保护和促进的第 009/92 号法符合这一原

则。刚果共和国已开始对该法进行改革，以考虑到残疾人状况的变化，特别是自

2014 年 2 月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以来的变化。 

77. 刚果共和国实施的国家社会行动政策纳入了对残疾人的保护。 

78. 刚果共和国通过了一项残疾人融入战略。该战略的规定包括对残疾儿童开展

教育和扫盲。 

79. 在这方面，刚果共和国致力于采取各种行动，促进残疾学生融入正规教育系

统。目前有 2,526 名残疾学生在主流学校上学。 

80. 为了促进残疾人的技能培训，设立了国家残疾人职业康复中心。 

81. 刚果共和国设有残疾人特殊教育机构，即：青少年聋人学校、刚果国家盲人

学校、听力障碍学校、心理教育学校和特殊学校。 

82. 几年来，刚果共和国为残疾人开展了各种活动，包括在布拉柴维尔省、西盆

地省、普尔省和尼阿里省的公共机构修建坡道，在功能康复中心对残疾人进行功

能康复，在布拉柴维尔国家矫形设备中心制造矫形和功能康复设备。 

83. 为白化病患者采取了特别措施。 

84. 在法律上，白化病患者享有与所有其他刚果公民同等的权利。刚果共和国努

力为他们采取具体行动，防止他们遭受边缘化和侮辱。 

85. 其他措施还包括促进白化病患者获得适当护理。这些措施包括眼科咨询、癌

前病变筛查以及发放皮肤保护工具包。 

 3. 土著人民 

86. 2015 年 10 月 25 日《宪法》17 和 2011 年 2 月 25 日关于促进和保护土著人

民权利的第 5-2011 号法规定了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民权利的国家政策。 

87. 2019 年，刚果共和国通过了该法的实施条例。共颁布了以下 6 项法令： 

• 2019 年 7 月 12 日第 2019-199 号法令，规定了向土著居民发放公民身份

证件的特别措施； 

• 2019 年 7 月 12 日第 2019-200 号法令，确定了保护土著人民文化财产、

圣地和精神场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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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12 日第 2019-201 号法令，规定了土著人民在社会经济发展

项目和方案中的协商和参与程序； 

• 2019 年 7 月 12 日第 2019-202 号法令，规定了为土著人民获得社会服务

和卫生保健提供便利以及保护土著人民药典的特别措施； 

• 2019 年 7 月 12 日第 2019-203 号法令，规定了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民权利

部际监测和评估委员会的组成和运作方式； 

• 2019 年 7 月 12 日第 2019-204 号法令，规定了促进土著儿童接受教育和

成人扫盲的特别措施。 

88. 刚果共和国在技术和财政伙伴的支助下，着手制定关于土著问题的国家战

略。该战略促使刚果共和国通过了《2022-2025 年改善土著人民生活质量国家行

动计划》。 

89. 该计划中规定的活动涉及土著人民获得教育、卫生、财产、健康环境、工作

和社会保障，对土著人民的土地和领地进行测绘，对土著人民进行人口普查，保

护土著人民的文化和药典，土著人民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征得土著人民

的同意进行事先和知情协商，以及创收活动。 

90. 2020 年至 2023 年期间，7,928 名土著儿童免费获得了出生证，1,000 多名年

满 18 岁的土著公民获得了国民身份证。 

91. 同期，刚果共和国有 14,750 名土著儿童入学，其中包括 7,456 名女童。 

92. 根据 2023 年 5 月 5 日关于法官任命的第 2023-133 号法令，一名土著女法官

被任命为布拉柴维尔大审法院的副检察官。 

93. 在 2022 年的上一次地方选举中，两名土著人当选为桑加省和利夸拉省的省

议员。 

94. 刚果共和国采取了具体措施，使土著人民参与公共行政部门。2023 年，16

名土著人被录用为公务员，包括两名分别在锡比提和因普丰多工作的助产士。在

公共部队招募期间，土著人经常被国家警察和宪兵队录用。 

95. 目前有 400 多名土著青年在桑加省和利夸拉省的伐木公司和保护区工作。 

96. 根据 2023 年 3 月 7 日第 2023-80 号法令，一名土著男子因致力于提高土著妇

女地位而被授予刚果骑士勋章。 

97. 刚果共和国于 2023 年 5 月 8 日至 12 日主办了首届中部非洲土著妇女和当地

社区次区域论坛。 

98. 在实施某些项目之前，例如在实施设立梅索克－贾河保护区的项目和巴泰凯

碳汇项目之前，进行了协商，取得了受这些项目影响的土著人民的自由、事先和

知情同意。 

 D.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99. 《2022-2026 年国家发展计划》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洲联盟(非盟) 

2063 年议程。该计划还考虑到了区域和次区域方案，包括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的方案和中非经货共同体的经济和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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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022-2026年国家发展计划》的总价值超过 8万亿非洲法郎，有助于实施

由 300 多个项目组成的公共投资计划，帮助创造就业、减少贫困。 

101. 根据《国家发展计划》，刚果共和国采取行动，向卫生保健中心提供适当

的设备、药品和人力资源，以提高卫生保健的质量。这些行动的目的还包括分设

医疗分析中心，从而开展大规模筛查，对病人进行快速治疗。这些行动是国家卫

生政策的一部分。 

102. 几年来，刚果共和国一直在实施孕产妇和儿童健康项目。这些项目大大降

低了医疗机构的母婴死亡率，从 23%降至 9%。 

103. 为了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刚果共和国在布拉柴维尔18 和黑角19 开设了

两家综合医院，在古巴培训了 295 名医生，招聘了 3,000 名卫生工作者，并从

2019 年起对全国各省综合卫生保健中心的技术设施进行升级。20 

104. 在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框架内，母婴传播率在 2020 年降至 18%，而在

2015 年至 2020 年期间为 19%。 

105. 刚果共和国制定了若干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的战略，包括 2018-2025

年加速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路线图；2016-2020 年重新定位计划生育计划以

及 2018-2022 年和 2022-2026 年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综合

战略计划。 

106. 2005 年至 2017 年，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了一半。 

107. 目前，免疫接种率为 62%。 

108. 刚果共和国在桑加省、莱库穆省、布拉柴维尔省、黑角省和奎卢省实施了

“果实”项目(EBOTELI)和“拯救”项目(KOBIKISSA)。21 这些项目旨在改善向

妇女和儿童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 

109. 刚果共和国也在努力改善教育系统。 

110. 在这方面，刚果共和国通过了儿童早期综合发展国家政策(2022-2030 年)、

刚果共和国女童入学国家战略和教育部门战略(2021-2030 年)。 

11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 年，刚果共和国实施的方案使 15,628 人脱

盲。世界银行估计，刚果共和国的识字率为 82.05%，其中 49.38%是年轻妇女。 

112. 2019 年至 2022 年，刚果共和国招聘了 6,239 名教师，其中包括 1,357 名技

术和职业教育教师，4,882 名普通教育教师。 

113. 刚果政府保障所有儿童的受教育权以及平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2018

年至 2023 年期间，刚果共和国建造了若干学校基础设施，包括农村地区的 29 间

技术和职业教育教室、莱卡纳的一所普通高中和甘博马的一个学前教育中心、奇

卡皮卡高中、因科埃莱的甘－奥比高中、莫萨卡高中、贝图寄宿高中、恩加纳普

通初中和卢科莱拉普通初中。 

114. 在学校体育设施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2021 年，配备体育器材的学

校比例为 89%。 

115. 在高等教育领域，德尼·萨苏·恩格索大学的创建和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

发展使课程多元化，促进了国家教育和培训的显著改善，从而培养适应市场需求

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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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政府已开始在奎卢省建设卢安果大学。 

117. 在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自 2018 年以来，已经实施了多个项目： 

• 森贝－苏安凯－恩塔姆公路段的整治及铺沥青工程，长 143 公里；22 

• 多利西－基班古公路前 50公里的整治及铺沥青工程，包括在卢瓦库河

和尼阿里河上架设桥梁； 

• 在埃通比建造利夸拉－莫萨卡河上的混合结构桥梁； 

• Ragec 支线的铺沥青工程，该支线连接国家 2 号公路和布拉柴维尔北

二号出口，全长约 2 公里； 

• 拓宽并加固国家 2 号公路的吉里－因加、埃索瓦里－恩戈、恩戈－奥

永弗拉、甘博马－奥隆博路段，总长 75 公里； 

• 加高通往莱菲尼河大桥的路基(1.480 公里)和甘博马的桥梁(600 米)。 

118. 其他项目也正在进行，如建造多利西－杜萨拉－恩代恩代公路，完成埃沃－

本吉公路的铺沥青工程，韦索－波科拉公路整治及铺沥青工程(包括桑加河大

桥)，通往新军营的道路整治及铺沥青工程，处理山体侵蚀和滑坡，维护并修复

国道和省道。 

119. 刚果共和国在布拉柴维尔(Soukissa 和 Moukondzi Ngouaka)和黑角(Mboukou

和 Tchiniambi)的目标社区实施了“城市发展和不稳定街区恢复项目”。23 

120. 在能源生产领域，多个项目已经完成：24 

• 在因普丰多(利夸拉省)建造和安装一座热电厂，发电能力为 3.4 兆瓦； 

• 修复了捷诺燃气电站的发电机组，发电能力为 25 兆瓦； 

• 在发电厂增加一台发电机组，总发电能力为 300+184 兆瓦； 

• 为姆皮拉区(布拉柴维尔)建造一条中低压线路； 

• 建造发电能力为 19.9 兆瓦的利韦索水电站，为桑加省的韦索和莫可戈

市供电； 

• 恩古隆基拉、莱卡纳、拉盖和卢安果等地的电气化； 

• 继续推进黑角市的电气化。 

121. 在水利部门，刚果共和国扩大了布拉柴维尔的饮用水配水体系，使布拉柴

维尔市中心以外的街区能够与饮用水供水系统连接。25 

122. 作为实施《2022-2026 年国家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刚果共和国进一步加

强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机会。 

123. 为此，刚果共和国实施了若干减贫项目，包括“扶助”项目(LISUNGUI)和

“奋起”项目(TELEMA)26，以及就业技能发展项目。 

124. 在实施“扶助”项目时，政府向选定的贫困家庭提供有条件现金转移支

付，向选定的个人提供免费医疗，向选定的贫困家庭青年提供职业培训，并为开

展创收项目的妇女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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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在这方面，5,170 户家庭获得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7,908 户家庭的活动

项目得到资助；19,522 户家庭受益于免费医疗；824 名青年在利夸拉省的讲习班

和培训中心接受了培训；184 名小学教师获得了支助。 

126. “奋起”项目促进了弱势群体的可持续经济和社会融合。自 2022 年 12 月

以来，该项目已资助了 580 个促进弱势群体可持续经济和社会融合的项目。 

127. 在抗击疫情活动中，“奋起”项目在布拉柴维尔省、黑角省和普尔省分发

食品和非食品物资，从而为大约 6,000 人(儿童和老年人)提供了支持，并在全国

范围内对 878,337 人开展了宣传运动。 

128. 截至 2023 年 1 月，就业技能发展项目的主要成果包括为弱势青年提供了职

业培训、职业融入、创业和微型创业支助。在六(6)个月间，该项目为布拉柴维

尔的 510 名青年和黑角的 602 名青年提供了培训。布拉柴维尔的 174 名青年和黑

角的 344 名青年接受了为期 9 个月的培训。461 名青年接受了农业企业、信通技

术和木工方面的培训。在农业企业部门，布拉柴维尔的 125 名青年和黑角的 199

名青年接受了培训。在信通技术部门，布拉柴维尔的 50 名青年和黑角的 46 名青

年接受了培训。在木工部门，布拉柴维尔的 28 名青年和黑角的 14 名青年接受了

培训。 

129. 为了应对青年就业能力问题，刚果共和国设立了国家就业和学徒基金27 与

刚果就业局。28 

130. 国家就业和学徒基金于 2019 年 4 月 9 日成立，在 2021 年至 2023 年期间培

训并安置了 4,904 名年轻人。 

131. 为了进一步落实增强金融普惠的政策，刚果共和国建立了一个支持中小微

企业和手工业的公共机构，名为“激励、担保和支持基金”。 

132. 自激励、担保和支持基金于 2019 年成立以来，29 已有各个行业的 4,541 家

企业获得了激励措施，100 家企业获得了担保，另有 15 家企业得到了支持。 

133. 刚果共和国坚定地致力于部署超高速电信基础设施的战略，该战略以建立

国家光纤骨干网项目(国家覆盖项目)为基础，与邻国(中部非洲骨干网－通信技术

基础设施刚果项目 CAB-CIT CG)和全球光纤网络(西非海缆系统项目 WACS)实现

互联互通。 

 E. 司法和监狱系统尊重人权 

134. 为了使司法更贴近人民，刚果共和国努力推行法官培训政策。 

135. 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328 名法官接受了培训，目前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任

职。 

136. 46 名助理审理员已完成培训，正在等待分配。 

137. 471 名助理审理员正在布拉柴维尔国家行政和法官学院接受培训。 

138. 自 2018 年以来，刚果共和国定期安排刑事审判。30 

139. 对犯下酷刑行为者作出了定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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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在这方面，涉嫌数起酷刑和虐待致死案件的警察和宪兵受到审判并被定

罪。2018 年 3 月，3 名警官分别被黑角刑事法院判处 20 年苦役、5 年和 6 个月徒

刑。 

141. 关于 2018 年 7 月发生的查科纳事件，包括查科纳警察局长及其副手在内的

6 名警察被判有罪，并被布拉柴维尔大审法院判处 12 个月至 3 年徒刑。受害者家

属得到了赔偿。31 

142. 在另一起案件中，一些警察被当场发现在高架桥下实施酷刑并导致一人死

亡，布拉柴维尔上诉法院于 2022 年 2 月 9 日作出裁决，命令刚果政府向受害者

支付 2.3 亿非洲法郎。两名辅警被无罪释放，另有五人被判处十年苦役。 

143. 关于在博桑戈阿、博阿利、曼贝雷和班吉参与中非稳定团的刚果部队人员

在维和行动中涉嫌侵犯或性剥削行为的案件，32 已根据国家调查结果对涉案士

兵采取法律行动。 

144. 例如，对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在博阿利被捕的 12 人遭受强迫失踪的指控，

刚果共和国采取了司法行动，最终，布拉柴维尔刑事法院于 2022 年 2 月 9 日判

处该部队行动指挥官及其 3 名下属三年徒刑。 

145. 在检察院和刚果政府就腐败、伪造公文、共谋腐败和共谋伪造公文的指控

起诉若干刚果和外国公民的案件中，2023 年 7 月 5 日，最高法院刑事庭对卢旺基

里前市长、卢旺基里地方法院院长和卢旺基里市政厅秘书长作出定罪判决。33 

146. 拘留条件是政府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考虑到监狱过度拥挤、混杂、卫生

和健康问题，刚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监狱修复和建设项目。通过这一

项目，修复了黑角和多利西的拘留中心，在利夸拉省建造了因普丰多拘留中心，

并于 2020 年在桑加省建造了韦索拘留中心的附属房舍。 

147. 2023 年，刚果共和国继续实施这一项目，在马丁古、兼巴拉和甘博马建造

了拘留中心，并修复了布拉柴维尔、黑角、多利西、锡比提和埃沃拘留中心。34 

2023 年预算中列入了 20 亿非洲法郎的预算项目，以继续在盆地省建造奥旺多监

狱。35 

148. 在非政府组织“基督徒废除酷刑行动”的支持下，刚果共和国出版了《被

拘留者司法保障指南》。 

149. 《监狱法》生效后，政府自 2022 年起在国家行政和司法学院对监狱工作人

员进行培训。目前有 113 名工作人员正在接受培训。 

 F. 善治、打击腐败和促进和平 

150. 刚果共和国启动了一项改革方案，改善在治理、打击腐败和促进和平方面

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151. 在这方面，刚果共和国通过了以下法律： 

• 2005 年 9 月 14 日第 13-2005 号法，授权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 2017 年 3 月 9 日第 10-2017 号法，即《公共财政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

法》； 



A/HRC/WG.6/45/COG/1 

GE.23-21413 17 

• 2019 年 2 月 7 日关于设立反腐败高级管理局的第 3-2019 号法及实施条

例； 

• 2019 年 2 月 7 日关于当选或被任命担任高级公职的公民申报财产的义

务的第 04-2019 号法及实施条例； 

• 2019 年 5 月 24 日关于设立国家公共财政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委员会

的第 18-2019 号法； 

• 2022 年 3 月 11 日关于防止和打击腐败及类似犯罪的第 9-2022 号法。 

152. 若干机构为实施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政策作出了贡献，包括： 

• 审计和预算纪检法院； 

• 反腐败高级管理局；36 

• 国家公共财政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委员会； 

• 国家监察总局； 

• 财政监察总局； 

• 法院和司法事务监察总局； 

• 政府采购监管总局； 

• 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高级专员公署。 

153. 打击不良价值观还体现在对一些高级官员进行起诉和定罪，如政府采购监

管总局局长37 和布拉柴维尔市前市长。38 

154. 最高法院刑事庭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作出判决，判定包括一名最高法院法

官、一名公证人和一名律师在内的五人犯有背信罪和窝藏罪。 

155. 在 2023 年 3 月 27 日举行的最高司法委员会最近一次常会上，对某些严重

违反职责的法官进行了处罚。例如，包括布拉柴维尔上诉法院总检察长在内的 9

名法官被解职；3 名法官被降职；2 名法官的职务被撤销。另有 9 名法官受到训

斥，并被记入档案。 

156. 刚果共和国定期开展改善治理的行动。在《采掘业透明度倡议》2016 年标

准的 15 项措施中，刚果共和国实施了 6 项： 

• 加强财务管理信息系统；39 

• 加强林业经济信息系统；40 

• 加强海关信息系统； 

• 建立国家债务支付监测系统；41 

• 签署《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刚果 2018 年最终报告； 

• 《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国家执行委员会于 2021年审定了《采掘业透明

度倡议》刚果 2019 年报告。 

157. 刚果共和国还采取措施促进民主治理和透明度，其中包括： 

• 2015 年 10 月 25 日《宪法》规定了政党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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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单一选票制； 

• 规定各政党在议会、参议院和地方选举中提名女性候选人的比例至少

为 30%； 

• 设立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 

• 自 2009 年起，建立了选举前政治协商框架。42 

158. 通信自由高级委员会也保障促进善治。该机构的任务之一是确保公共视听

领域多元化。委员会定期组织公民会议，讨论选举期间与民间社会、政党和政治

团体的沟通问题。 

159. 作为执行《金卡拉协定》43 的一部分，刚果共和国在联合国、美国和日本

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下，实施了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160. 该方案惠及 20,000 人，其中包括 7,500 名前战斗人员、2,500 名准成员和

10,000 名收容社区成员。 

161. 该方案包括使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受益者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 

162. 最终，该方案将： 

• 收缴战争武器； 

• 建立重新融入社区的机制； 

• 资助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项目。 

 四. 最终意见 

163. 刚果共和国自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建立之初就加入了这一机制，承认该机制

在全世界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重要性。 

164. 刚果共和国也注意到该机制在监测各国所接受建议的落实情况方面给予的

支持。 

165. 在普遍定期审议的正式框架内，刚果将继续与国家机构、民间社会和人权

领域的各个行为体进行对话。 

166. 刚果共和国决心继续努力改善当地的人权状况，坚守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

方面的国际义务和承诺。 

167. 考虑到为落实各项建议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为切实保护人权而面临的

挑战，刚果共和国将在必要时寻求国际社会的技术支持。 

 五. 民间社会组织的立场 

168. 最后，民间社会组织很高兴与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咨询理事会常设秘书

处一同参加了负责评估公共当局落实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所提建议情况的工作

组。 

169. 民间社会组织欢迎为落实人权理事会第 16/21 号决议提出的建议所作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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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民间社会组织敦促刚果政府更加努力，尽一切可能，使全体人民充分享有

人权。 

171. 民间社会组织表示欢迎的是： 

• 2019 年 2 月签署并建立了司法和人权部与人权领域民间社会组织之间

的交流和对话框架，并建议这一对话空间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 2022 年 2 月 11 日签署了第 2022-63 号法令，任命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

织咨询理事会成员，使理事会能够举行会议； 

• 司法和人权部与人权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了一些重大活动，如 12 月

10 日的庆祝活动。 

172. 民间社会组织感到遗憾的是： 

• 缺乏保护人权维护者的具体法律框架； 

• 妇女在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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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du code de l’organisation juridictionnelle. Tous ces avant-projets de codes se trouvent actuellement 

dans le circuit d’approbation au niveau du Gouvernement. 

 4 cf. les rapports pays pour les cycles 1,2 et 3 de l’EPU. 

 5 Association des Volontaires pour le Service International. 

 6 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et de magistrature de Brazzaville / Ecole nationale de magistrature 

de Bordeaux. 

 7 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8 Fonds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nfance. 

 9 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10 En effet, concernant le soutien aux Activités Génératrices de Revenus (AGR), facteur 

d’autonomisation de la femme, de nombreuses actions de soutien ont été réalisées sur l’ensemble du 

territoire national. 

 11 Les femmes bénéficiaires ont été appuyées dans les branches suivantes : mécanique, cyber café, 

restauration, maraîchage et couture. 

 12 Les bénéficiaires ont été identifiés à Brazzaville et Pointe-Noire avec l’appui de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UNESCO, du PNUD, de LEB Congo et de JOKKOLABS Congo. 

 13 Les bénéficiaires ont été identifiés dans les départements du Pool et du Niari en 2022, ceci avec 

l’appui du PAM. 

 14 L’on est passé de 8 femmes sénatrices en 2002 à 22 femmes en 2023. 

 15 Haut-commissariat aux réfugiés. 

 16 Les sites d’Odziba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Pool, Bokania et Otsendé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a 

Cuvette ont également été identifiés. 

 17 L’article 16 de la Constitution dispose : « La loi garantit et assure la promotion et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s peuples autochtones ». 

 18 Le 15 décembre 2021. Cet hôpital a une capacité d’accueil de 210 lits, 13 services cliniques et 

paracliniques et 5 services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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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Le 21 janvier 2022. Cet hôpital a une capacité d’accueil de 200 lits. 

 20 Les plateaux techniques ont été mis à niveau à la faveur des mesures urgentes de lutte contre la 

Covid-19. 

 21 Plan national de développement sanitaire 2018-2022. 

 22 C’est le 2e module de la route d’intégration régionale Ketta (au Congo)- Djoum (au Cameroun). 

 23 Les travaux réalisés ont concerné entre autres l’aménagement par pavage de 28 kilomètres de voiries ; 

la construction des 2 marchés domaniaux de Soukissa, à Brazzaville, et Tchiniambi, à Pointe-Noire ; 

la réhabilitation de 3 complexes scolaires. 

 24 D’autres sont en cours de réalisation à l’instar de la construction de la ligne Oyo-Mossaka ; 

l’électrification d’Alembé et des localités riveraines ; l’électrification de la zone et du parc-industriel 

de Maloukou ; l’électrification rurale. 

 25 Il s’agit des quartiers suivants : Bilolo-Académie, Itatolo, Makabandilou, Impoh-Manianga, 

Massengo 3 poteaux, Mayanga, Ngamporo, Nkombo, Sadelmi et Soprogi. La République du Congo a 

également procédé à la construction des forages d’eau (notamment à Komono et à Allembé) en vue de 

doter certaines localités d’un système d’adduction d’eau potable. 

 26 Ces projets intègrent la politique nationale de l’action sociale. 

 27 Loi n° 8-2019 du 9 avril 2019 portant création du fonds national d’appui à l’employabilité et à 

l’apprentissage. 

 28 Loi n° 7-2019 du 9 avril 2019 portant création de l’agence congolaise pour l’emploi. 

 29 Loi n° 23-2019 du 5 juillet 2019 portant création du fonds d’impulsion, de garantie et 

d’accompagnement des très petites, petites et moyennes entreprises et de l’artisanat. 

 30 Les sessions criminelles se sont tenues en mars 2018, avril 2019, décembre 2019, janvier 2020, 2022 

et juillet 2023. 

 31 Décision rendue par 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Brazzaville en date du 8 mars 2019. 

 32 Ces cas ont été notifiés au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du Congo par le secrétariat des Nations-

Unies. 

 33 Les peines ont varié entre 18 mois et 5 ans d’emprisonnement ferme assorties de fortes amendes. 

 34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envisage la construction de deux autres complexes pénitentiaires 

dans les zones centre et sud, notamment à Ignié dans département du pool et à Hinda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Kouilou. 

 35 Avec une capacité maximale de plus de mille (1000) places, ce complexe une fois achevé, pourra non 

seulement apporter une solution définitive au problème de surpopulation carcérale auquel sont 

confrontées les maisons d’arrêt de Brazzaville et de Pointe-Noire, mais aussi et surtout aura 

l’avantage d’améliorer fondamentalement les conditions de détention dans les établissements 

pénitentiaires. 

 36 Aux termes de la loi n°03-2019 du 7 février 2019, la HALC a le pouvoir de s’autosaisir, et peut, par 

conséquent, entreprendre des enquêtes et des investigations dans tous les secteurs de l’Etat. Elle peut 

par ailleurs, dans le cadre des enquêtes et investigations sur les cas de corruption, obtenir des 

informations auprès des organismes internationaux avec lesquels le Congo a conclu des accords 

judiciaires ou diplomatiques. 

 37 Arrêt de la Cour criminelle rendu le 23 janvier 2019. 

 38 Arrêt de la Cour criminelle n°003 du 18 juillet 2020. 

 39 Ce système permet, entre autres, de tracer les recettes publiques pétrolières et non pétrolières. 

 40 Ce système a été renforcé par la mise en place du système de la vérification de la légalité (SVL). 

 41 Ce système est une plateforme web qui permet aux sociétés exerçant dans les secteurs liés aux 

ressources naturelles (bois, mines et pétrole) d’enregistrer leurs déclarations périodiques en ligne. Il 

permet également d’autonomiser certaines tâches de l’administration afin d’assurer une meilleure 

sécurisation des recettes et un bon suivi des paiements au profit de l’Etat. 

 42 La dernière en date est celle qui a eu lieu du 3 au 6 mars 2022 à Owando, prélude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u 24 juillet 2022. 

 43 Il s’agit de l’Accord de cessez le feu et de cessation des hostilités du 23 décembre 2017 mettant fin à 

la crise post-électorale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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